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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商報》專欄 

美國打仗不利經濟？ 

美國與北韓軍事局勢一度緊張，環球金融市場借勢短暫出現調整，若然兩國關係又

再次突然惡化，美國經濟前景如何？其實特朗普剛上任的時候，曾經一方面揚言歷史性

大幅增加國防預算，同時削減非國防類預算，以求不增赤字，但這真的可行嗎？本文從

政府開支角度，觀察軍事支出與經濟增長的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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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 圖一：各國最新國防支出佔政府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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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所周知，美國國防支出一直高企，對比全球主要國家，從圖一可見其規模佔政府

支出接近一成半，僅次於俄羅斯。奧巴馬執政八年間，美國國防預算佔政府支出從接近

兩成降至一成半左右。然而，美國 2017 財年的國防預算為 5,800 億美元，與 2016 財年

基本持平，若在特朗普管治下的 2018 財年國防預算增加 540 億美元，就相當於較上財

年預算國防開支增長接近一成。若然要增加軍事支出而不擴大政府赤字，不少聯邦機構

都將面臨縮減預算的可能，雖然美國財長姆欽曾表示社會保障及醫療保險不在削減之

列，但似乎不太可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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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 圖二：美國國防與津貼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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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邦政府開支分國防類及非國防類，分別佔兩成及八成，而社會福利在非國防類的

佔比最大，一共約四成。參考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影響，美國軍費開支在 2002

年時保持急速增長，年均增幅也約一成，2003 年更創增長高峰；而圖二第一黑框可見

同一時間社會福利按年增長升幅有限。再看第二黑框，自 2014 年起，伊斯蘭國的興起

直接拉高了美軍海外突發行動的費用，與此同時社會福利開支按年增長同樣見壓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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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三：美國國防支出與經濟增長（1980年至今）

 

再看國防支出按年增長與經濟增長的關係，圖三顯示兩者無明確關係；反而圖四可

見社會福利支出按年增長與經濟按年增長的反比關係明顯得多。以特朗普的執政理念，

加上主張國家保護主義，料聯邦政府軍事支出按年增長在其執政期見明顯上升，不排除

為了達到其目的而限制社會福利支出按年增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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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四：美國社會福利與經濟增長（1980年至今）

 

2018 財年國防開支將預算按年增長將見一成，若然前提是特朗普及國務院最終不

接納財長不改動社會福利額度的建議，相信就算美國在短期內與任何國家觸及更多武力

交涉及開支下，社會福利開支升幅應有限，而其與經濟增長較有明顯反比關係下，美國

經濟增長最終其實沒有下行壓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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